
《荆钗记》名列中国古典四大南戏之首，讲述了一对夫

妻历经坎坷，终于团圆的故事：儒生王十朋以荆钗为聘，与

钱玉莲结为夫妻。高中状元之后，王十朋拒绝权相招赘被

贬潮州。孙汝权将王十朋家书偷改为休书，逼婚钱玉莲。

钱玉莲不从，投江自尽，被人救起，历经十年坎坷终与王十

朋团圆。赣剧《荆钗记》以明刊本《王状元荆钗记》为蓝本，

在诸多古本典籍的基础上博采众长、重铸而成。

以赣剧《荆钗记》成功入选 2023-2024 年度中国戏曲

像音像演员（剧目）录制工程为契机，对经典剧目进行资料

数字化储存工作，也为广大戏曲爱好者和青年学员提供传

习教材，省赣剧院举全院之力，展开了赣剧《荆钗记》的整

理复排。

8 月 23 日、24 日晚，南昌红谷滩大剧院，这部名作风华

再现。

舞台上，灯光闪耀，唱腔酣畅淋漓，圆场轻捷如风，水

袖翻飞如云，观众跟随钱玉莲的脚步，一起惊闻犬吠、露水

沾衣、望月兴怀、照影自怜。大家沉浸于戏曲的天地，如痴

如醉。而一幕之隔，后台却是完全另一番景象：幕布高挂，

各个角落人影绰绰，导演拿着对讲机调度现场，场务在归

拢道具，化妆师等着给演员补妆，候场演员抓紧时间清嗓

子，还有师傅用薄毯子把用完的道具桌椅包起来，避免运

输途中磕掉油漆……

台上一人唱，台下一众帮。观众看到的是舞台上两个

多小时的演出，看不到的是一个院团连月来的全员冲刺，

与自己博弈，与时间赛跑——

赣剧《荆钗记》为传统戏，但多年未演，老的阵容里，只

留下个别演员，舞台上大多演员是第一次接触这部戏。“所

以，这部戏的导演工作丝毫不亚于排一部新戏。”跨越 30
余载，80 多岁的导演刘安琪、孙蓓君再执导筒。“这戏对演

员的技巧要求非常高，我们一直不敢放松。”“赣剧，本身就

是一个古典剧种。《荆钗记》具有非常深厚的底蕴，体现了

中国古代妇女对生命的自怜自惜和对不平等婚姻的抗争，

其表演有一套完整的技艺与美感相结合的舞台表现。”刘

安琪希望这部佳作能不断地传承下去，孙蓓君则希望通过

剧中极富美感的水袖变化，让观众欣赏到中国戏曲的古典

美。

复排经典，不能止步于模仿前作，赋予经典名剧新的

生命力，是赣剧《荆钗记》演职人员的共同追求。

“赣剧有三大声腔，高腔、昆腔、弹腔。我以前在赣东

北主要唱皮黄，属弹腔，为板腔体，比较粗犷淳朴。而这次

是唱高腔青阳腔，属曲牌体，比较婉转悠扬，更甜美一些。”

省赣剧院青年演员张钰是钱玉莲的饰演者，为了迅速提高

自己，塑造出打动观众的“钱玉莲”，她观摩了大量的不同

剧种的《荆钗记》，还专门向高校老师学习声乐知识。

省赣剧院副院长黄海红扮演钱玉莲继母张氏。“我以前

学的是刀马旦，多演武戏，这次演一位虚荣刻薄、又疼爱女

儿的继母，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分寸的拿捏要很到

位……”对人物深入思考后，她对这个“继母”有了自己的

理解，将“俏”融入了张氏形象。

从 1993 年饰演王十朋母亲至今，演员陈晓霞先后陪

伴了三任钱玉莲：涂玲慧、杨凯珍、张钰。尽管到了退休年

纪，她还是舍不下舞台，舍不下她心心念念的赣剧。8 月

24 日下午，记者在化妆间见到她时，她正在看头天晚上的

演出视频。“你看，王母见到王十朋，这拂袖好像高了一点，

稍显轻浮了，今晚演出得压一点，这样怒气就出来了。”

赣剧《荆钗记》的舞美、音乐等也融入了时代审美。音

乐统筹及指挥吴文飞介绍：“本次乐队采用了中西混合乐

队的建制，在保留赣剧传统乐队的基础上，丰富了一些民

族乐器，还增加了一些西洋管弦乐器，让音乐更加丰富和

具有感染力。”

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经典得以重回舞台。

两场演出，剧场座无虚席，30年前的老戏迷来了，00后

的新戏迷也来了；参与该剧创排、已逝老艺术家的家属来

了，长期关注赣剧发展的学者来了，同唱赣剧的兄弟院团的

同行也来了……除了掌声，大家还纷纷在朋友圈，以“欣慰”

“精彩”“震撼”“唯美”等关键词，来分享这次演出带给他们

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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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赣剧历史上在赣剧历史上，《，《荆钗记荆钗记》》是一部光彩夺是一部光彩夺

目的剧目目的剧目。。3030多年前多年前，，它一亮相便成它一亮相便成““爆款爆款””；；

3030多年来多年来，，从国内到海外从国内到海外，，长演不衰长演不衰。。它获得它获得

了首届文华新剧目大奖了首届文华新剧目大奖、、文华剧作奖文华剧作奖、、文华表文华表

演奖演奖；；获第二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获第二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优秀

演出奖演出奖；；还被拍摄成同名戏曲电视剧还被拍摄成同名戏曲电视剧，，获得第获得第

十五届全国电视剧十五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飞天奖””…………

近日近日，，江西省赣剧院整理复排了江西省赣剧院整理复排了《《荆钗荆钗

记记》。》。粉墨犹妍丽粉墨犹妍丽，，名剧亦焕新名剧亦焕新。。

□□ 李滇敏李滇敏 万芸芸万芸芸

视 野

千年古镇七鲤镇以前隶属于赣县，“郡东
南七鲤镇，七山排列如鲤，故名”，又因距赣
州老城区有七华里路程，名七里镇。古镇
2200多年的建镇历史，孕育了灿烂的历史文
化。

七鲤古窑称得上是古镇历史的文化精
华。沿江十数座古瓷窑堆积，方圆数公里地
下古窑址，随地可拾的古陶瓷残片透现出古
镇曾经窑烟若雾，红焰映天，瓷贾云集，各种
陶瓷经贡江码头装船外运的繁忙与辉煌。据
史料记载，古镇烧瓷业始于唐代末年，终于明
代早期，历经 500多年，是江西宋代四大瓷窑
之一，其生产的民用陶瓷远销日本、朝鲜及南
洋等地。行走在古镇看到的一口口水碧鱼
肥、生机盎然的池塘正是当年窑工取瓷土留
下的印迹。

行走在古镇由鹅卵石铺就的古驿道上，
清澈的贡江水缓缓北去。贡江边那一座座由
红石或花岗岩建造的码头上，每一石块、石条
都已边角钝圆，凹陷坑洼。从码头旁立着的
一块块标牌上的文字介绍可知，这些码头大
多以投资建造者的姓氏命名，诸如袁屋码头、
邱屋码头、方屋码头等共有 18座。那些古码
头上饱经江水荡涤的一块块古老石块仿佛在
向游人叙说着古镇自北宋开始成为赣州府最
大木材集结地，木流穿梭，打缆扎排，排满江
面，舟楫林立，客商云集，人声鼎沸，直到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历经 900多年历史的繁华景
象。这里的木排自贡江入赣江，经鄱湖入长
江，木材销售至江南各地。

据《七鲤古镇》一书统计，古镇有名有址
的寺庙、道观共18座，尚有4座保存完好。这
些保存完好的名迹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大气
壮观的万寿宫。这是一座建于明代中期的、
赣南最大的祭祀许真君庙宇，八进式的宏大
规模，雕梁画栋的工艺，无不让人们感受到古
镇的文化厚重。如今，万寿宫已被列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由赣州市博物馆专业人员管
理，成为游客的必游之地。同属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的仙娘庙位于万寿宫西侧，是一座三
进式砖木结构。仙娘庙始建于明末，四周为
封火墙，祭祀的是古代为妇女儿童治病解难
的三宵仙姑。每逢仙姑生辰，一年一度的纪
念活动甚为热闹，有时持续七八天，有时长达
一个月。

漫步古镇，一栋栋明清古建筑目不暇接，
那些“厅屋组合式”客家民居的天井、厅厦、走
廊、厢房，外部的青砖封火墙，内部的木刻石
雕、石柱、门榜，大门两侧的石狮子、抱鼓石，
时时处处让人感受到一种古朴美。因房屋主
人多为经营木材的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
广，其建设家宅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江浙、
安徽等地建筑元素融入进来。据不完全统
计，古镇现保留了 50多栋规模宏大、布局严
整、外观精致的古建筑，既有赣南客家民居的
传统特点，也融入了其他地域文化特色，成为
赣南客家建筑中的瑰宝。

一块块砖石历经沧桑，饱含故事。一株
株古榕枝繁叶茂，独树成林。为充分挖掘和
保护七鲤文化、古窑文化，赣州市启动了《赣
州市七里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以“宋
窑古埠，七鲤客家”为主题，依托“瓷窑、漕运、
庙会、客家”四大文化精要，致力于打造面向
赣粤闽湘的文化型古镇旅游目的地。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镇，乡亲们陆续搬迁
至虔东大道以北的七里苑和桃源小区。如何
帮告别田土的乡亲们解决就业，拥有稳定的
经济来源？当地成立了七里村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或是将村里的年轻人介绍到企业务工，
或是将那些年纪偏大的和需要照顾家中老
人、孩子不宜远行的村民，安排在小区工作。
同时，与古镇公司开展劳务合作，引导村民在
家门口上班。

走进七里村，道路两边绿树成荫，花坛内
鲜花竞放。村里的小广场上，老人们或借助
健身设施按背、拉腿，或惬意地跳着广场舞。
为了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村里还开办了免费
的周末托管班，数十名孩童在青年志愿者的
照护下，如一群快乐的小鸟，蹦蹦跳跳地玩着
游戏……走进古镇，悠悠文化在汩汩流淌；走
进七里村，乡村振兴的新画卷在徐徐展开。

古镇七鲤
□ 龚德明

7月 31日，江西科技学院蓝海剧场。

赣剧《荆钗记》的演职人员正在紧张

排练。一旁的化妆间里，中国戏剧梅花奖

得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涂玲慧正做客直

播间，与广大网友分享这部戏的创作过程。

1980 年代，传统戏回归大众视野。

年轻的涂玲慧被省赣剧院派往青阳腔

的发源地之一湖口学习。在那里，她跟

着 当 地 青 阳 腔 老 艺 人 学 习 了《雕 窗 投

江》等戏。之后，在一次省里的青年演

员比赛中，涂玲慧凭《雕窗投江》获得三

等奖。

戏无技不惊。带着“为什么这个戏

不那么出彩”的疑问，涂玲慧找到了孙

蓓君导演。孙蓓君认为这么长的独角

戏 切 忌 平 ，必 须 有 吸 引 观 众 眼 球 的 绝

技。《雕窗》有了创新的抢背，《投江》一

折不如用水袖来表现。一语点醒梦中

人，涂玲慧在长春试镜结束后，直奔西

安，跟随京派表演艺术家李德福学习水

袖。经过刻苦研学，涂玲慧水袖功力渐

长，抛、扔、拖、甩等动作愈发成熟。

1989 年，赣剧《雕窗投江》参演第二

届中国艺术节。当时，涂玲慧身怀六甲，

仍出色完成了这个近 50 分钟的独角戏，

尤其是高椅抢背、七尺长水袖等绝技，轰

动古都金陵。众多媒体推出相关报道，

其中，有评论写道：原传奇《投江》“极为

简略，曲词且多学究气，曲意亦缺乏层

次”，赣剧改本“以民间叙事诗的情趣为

基调，在整个结构中作了诗化处理，成为

一出感人至深的独角戏”。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省赣剧院把当

年的“黄金组合”：导演刘安琪、孙蓓君，

编剧黄文锡，作曲程烈清，再次聚齐，将

《雕窗投江》完善成整本《荆钗记》。1990
年第二届中国戏剧节在北京开幕，赣剧

《荆钗记》轰动剧坛。黄文锡曾在 2013
年写过回顾文章：“在中国剧协座谈会

上，赵寻、刘厚生、霍大寿、齐致翔等盛

赞‘整个戏是高层次、高品位的，是第一

流的剧团，第一流的演出！’”

1991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

所原所长郭汉城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

涂玲慧赣剧《荆钗记》获得了首届文华

新剧目大奖，“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在电

话里一直‘嗯’‘哦’……我被巨大的兴

奋和喜悦冲击到说不出话来”。紧接着

1992 年 2 月，赣剧《荆钗记》参加在昆明

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1993 年再赴

新 加 坡 演 出 ……“ 荆 钗 为 聘 ，至 死 不

渝。”在那个年代，赣剧《荆钗记》成了妥

妥的戏曲“顶流”。从那以后，戏曲中长

水袖的运用普遍起来，一些院团开始复

制赣剧《荆钗记》。直到今天，许多院团

仍把《雕窗投江》作为参赛戏，来考验演

员的综合实力。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昆明演出

时，涂玲慧摔裂肩胛骨，中途下场时后

台十分紧张，涂玲慧强忍剧痛，请医生

紧急救治后，仍坚持完成演出。

“ 我 只 是 这 部 经 典 的 第 三 代 传 承

人。”涂玲慧不同意把她称作赣剧《荆钗

记》的第一任传承者，“我前面还有青阳

腔老艺人，还有院里的前辈老师。长江

后浪推前浪。艺无止境，艺术创作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我们的戏曲能长长久久地唱下去。”

原定一个小时的直播被不断拉长，

最后涂玲慧还探班了排练场，指导张钰

水袖技巧。

“尽管涂老师有段时间没演戏了，但

水袖在她手上仍是收放自如。那天细心

指导我后，涂老师就急匆匆地赶回去了。

之后的几天，我练得很刻苦，可总感觉有

些不得要领，刚好那几天团里没有安排

排练，我给老师发了个信息，就奔武汉去

了……”在武汉，涂玲慧细心地把自己对

角色的理解说给张钰听，还穿起长水袖手

把手教，一遍遍示范。这情景让她回忆起

了 30多年前闯到西安学戏的自己。从武

汉归来，许多同事惊奇地发现，张钰的水

袖比之前好看了许多。

其实，张钰与钱玉莲的缘分早在十

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张钰所在的鄱阳

县赣剧团参与了赣剧《荆钗记》在北京

的演出，她演前半场的钱玉莲，省赣剧

院演员杨凯珍演后半场的钱玉莲。

“这次复排，于我而言是一次圆梦，

参演这样一部戏，得到这个角色，是许

多赣剧演员的梦想。”采访那天，张钰着

一袭藏青色长裙，肩背处明显松垮了许

多，右腿有一块如盘子大的淤青，左肩还

贴着一块膏药。此前，因为练习抢背等

毯子功，她三次骨头受伤，去医院拍了片

子。最后一次，医生坚决要她停止排练，

回家休息。

“怎么能休息呢？你知道戏曲演员

有多珍惜自己在舞台上的机会呀。以前

太年轻，积淀不深，对角色理解或许不那

么透彻，后来成长了，又要与体能、与年纪

赛跑。我想多学一点戏，多演好一些角

色。”医生最终拗不过这位倔强的戏曲演

员，无奈地在演出前给她打了一针封闭。

8 月 28 日上午，距赣剧《荆钗记》

演出已过去多天，省赣剧院仍是一派

忙碌景象。

排练厅里，赣剧《荆钗记》的演员

们还在打磨剧作，接下来即将对这部

戏进行音像录制。办公楼里，刘安琪

导 演 在 给 一 群 年 轻 人 排 赣 剧《邯 郸

记·生寤》。这出折子戏即将录像报

送接下来在南宁举行的全国地方戏

精粹展演以及在我省举办的汤显祖

小戏小品大赛。锣鼓声和着歌声，穿

越堵堵白墙，那边舞美队在排舞，这

边管理人员在联络演出事宜……

“经典就像一座高峰。山峰一直

在那里，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去攀登，

以此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提升赣剧

的知名度。复排《荆钗记》是另一种

形式的开始，我们对经典的传承和弘

扬，还在继续。”从排练厅回来，黄海

红就风风火火地跑到每个房间，询问

大家的排戏进展。

作品，是一个团的生命力。黄海

红告诉记者，近些年省赣剧院守正创

新，“依靠三条腿走路”，进一步挖掘、

传承好包括弋阳腔在内的非遗的同

时，还通过复排经典、创新剧目来弘

扬 赣 剧 。 除 了 复 排《荆 钗 记》《邯 郸

记》等传统戏，近些年省赣剧院还推

出了许多剧作，如《红楼梦》《促织》等

取材古典文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血火熔炉》《铁军出征》等紧扣本土

红色历史，用歌声传递信仰……

“酒香也怕巷子深。赣剧是一个

地方剧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剧场

演出的传播范围比较有限。”除了创

排剧作，省赣剧院还开通了一系列新

媒体账号，尝试用时下流行的短视频

等形式传播赣剧，吸引年轻人关注赣

剧、爱上赣剧。几个月前，赣剧《红楼

梦》演员在多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

分多钟换装赶场的短视频，在短短几

天时间，浏览量就达到几百万人次。

演出前几天，陈晓霞也专门录制了

一个短视频，在省赣剧院视频号上线。

几十年前，广东姑娘陈晓霞想来

江西学戏，家人极力反对。报名费五

角钱，是陈晓霞向同学借的。当时十

几个孩子报名，不料最后唯独她入选

了。在江西省文艺学校（今江西艺术

职业学院）完成学业后，她被分配到

省赣剧院工作。在舞台上一晃 30 多

年，如今陈晓霞 55 岁，已到可以退休

的年龄。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唱赣

剧。我太爱赣剧，太爱这个舞台了。不

知道退休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登舞台，我

想在退休前努力演好每个角色。”

最早参演《荆钗记》时，陈晓霞 23
岁，演道姑。1993 年赣剧《荆钗记》赴

新加坡演出时，她才开始出演王母。

而这一演就是 30 年，陪伴三任钱玉莲

成长。除了赣剧《荆钗记》中的王母，

她还是《红楼梦》里的贾母、《拒诏扑

火》里的介母……不少同事开玩笑说，

应该给她颁一个“终身绿叶奖”。如

今，陈晓霞的学生王成玥在剧中饰演

道姑，她今年也是23岁。

“30 年前，我是舞台上年纪最小

的。现在，我是舞台上年纪最大的。

几代赣剧人团结一心复排了这部戏，

努力让经典剧目得到更好传承，引导

年轻演员回归戏曲本体，更加注重技

艺训练。”一部戏，老中青三代赣剧人

薪火相传。

从 1953年创立至今，省赣剧院 70
岁了，如何进一步唱响 600 岁赣剧，弘

扬“几千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且

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赣剧舞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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